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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冠军联赛在漳开赛
本报讯（记者 王炜艺）7月 2日下午，2022年中国足协冠军

联赛漳州赛区比赛在漳州欢乐岛国际足球训练基地开赛。来自
东南片区的8支球队将在漳州赛场上挥洒汗水，拼搏竞技。

据悉，本次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地方会员协会承办，
赛程为期10天，8支球队分为2个小组（E组、F组），采用交叉淘
汰赛制，共进行5轮16场比赛，直至决出本次赛区的冠军。

漳州欢乐岛国际足球训练基地将在比赛过程中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并在用餐、住宿、场地等各方面为参赛运动员
和比赛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优质的保障，全心全意为赛事保驾
护航。

“长泰金观音”将亮相
第八届海峡（漳州）茶会

本报讯（记者 吴静芳）作为长泰区主打的茶品牌，“长泰金
观音”将在第八届海峡（漳州）茶会上首次亮相。在本届茶会上，
长泰区将以“天竺金观音，岩韵沁天香”为主题，举办“长泰金观
音”名茶推介品鉴会。活动现场将有凸显长泰唐代茶文化历史的
茶艺表演助阵，进一步扩大“长泰金观音”知名度与美誉度。

据介绍，长泰种茶制茶历史悠久，在唐代就有种植天竺岩茶
记载，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是漳州市最早有文字记载茶叶生
产的县份。“长泰金观音”茶叶选用对夹二、三叶嫩梢为原料，采
用乌龙茶制造工艺。经十几道加工工序，将采摘的新茶制作成外
形色泽砂绿乌润、重实、香气馥郁幽长的金观音乌龙茶，其色泽
翠绿油润，具有独特的岩骨花香、醇厚甘爽之味、清澈杏黄之渍。

目前，长泰全区茶园面积约1.4万亩，其中金观音种植面积
约3000亩。今年，长泰区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倾斜力度，积极
扶持“长泰金观音”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万亩“长泰金观音”
基地，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茶园建设，做大做强特色茶产业。

本报讯（记者 许意斌 通
讯员 郑美敏）日前，由市法
院、市检察院、漳州海事局、漳
州海警局联合设立的蓝碳司
法保护协作机制在东山启动。

启动仪式上，四家单位共
同签署《关于构建蓝碳司法保
护协作机制的意见》，就协作
的总体要求、协作目标、协作
内容和保障措施等达成共识。
根据协议，相关部门将发挥各
自平台和专业优势，积极开展
碳汇认购、蓝碳讲堂、蓝碳文
化宣教等活动，不断完善预防
性公益诉讼、技术调查官、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公益
诉讼衔接、跨区域协作等工作
机制，强化蓝碳司法保护协作
交流，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联防
联控联治体系建设。

蓝碳司法保护协作机制
旨在建立生态保护协同治理
平台，为漳州打造全国重要的
清洁能源基地，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贡献力量。

漳
州
启
动
蓝
碳
司
法
保
护
协
作
机
制

本报讯（记者 苏奕斌）遏制“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促进工业绿色低碳
转型。日前，我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工
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的通
知，明确力争到 2025年，全市钢铁、水
泥、平板玻璃、乙烯、合成氨等重点行
业企业能效全部达到基准水平，达到
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超过30%，行业整
体能效水平明显提升，绿色低碳发展
能力显著增强。

稳妥推进重点企业改造升级。芗
城区、台商投资区要重点抓好钢铁企
业能效对标工作；龙文、平和、华安、南
靖、长泰要重点抓好建陶企业能效对
标工作；东山、漳浦要重点抓好平板玻
璃、光伏玻璃企业能效对标工作；古雷
开发区要重点抓好石化化工企业能效

对标工作；台商投资区、长泰、漳浦、华
安、南靖、平和、龙海要重点抓好造纸
企业能效对标工作。

引导低效产能有序退出。对能效
水平低于本行业能耗限额限定值和基
准值的，督促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整改，
提升能效水平；加大重点领域淘汰落
后产能工作力度，坚决淘汰落后生产
工艺、技术、设备、产品；推动企业通过

“上大压小”“减量替代”等方式进行产
能整合，提高工艺装备水平和能源利
用效率；加大闲置产能、僵尸产能处置
力度。

严格项目准入要求。强化重点领
域项目节能审查，严把项目能效、碳排
放准入关；新建钢铁、水泥熟料、平板
玻璃等项目必须实施产能等量或减量

置换；做好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三线
一单”、节能审查与能耗双控政策的衔
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结合行业发展
实际，以延链补链强链为主要方向，优
化产业发展层次，动态提高能效水平，
降低行业能耗强度。

加快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推广高
效精馏系统、高温高压干熄焦、富氧强
化熔炼等节能技术，加快高效粉磨技
术、高效能烧成系统技术、高效脱氮脱
硫技术等新技术新装备应用；落实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重点新材
料首批次应用鼓励政策；推动建设节能
技术与装备、先进环保装备等产业集
群，以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应用带动半导
体照明、节能电机、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烟气治理等地区优势产业发展。

漳州加快推进工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
力争到2025年，我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乙烯、合成氨

等重点行业企业能效达到基准水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而促进残疾人就
业是帮助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的重要途径。目前漳州全市共有11.65万持
证残疾人，其中就业年龄段残疾人5.5万，
已就业残疾人2.9万，除去无就业意愿和丧
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率高达87%。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和大力支持下，漳州市残联坚持在优化残
疾人就业服务、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上想
办法、出实招，出台完善残疾人就业扶持
法规政策，提升残疾人职业素质和就业创
业能力，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劳动获得收
入、实现价值、提高生活水平，过上更好、
更有尊严的生活。

强化技能提升
打造全链条培训体系

“感谢市残联提供的免费技能培训。”
22岁那年，因意外双目失明的陈志

诚，一下子陷入迷茫，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在当地残联的引导下，陈志诚报名参加了
漳州市首届盲人按摩培训班。结业后，他
顺利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如今，他已是
一家盲按店的老板。

陈志诚的经历是漳州市促进残疾人
就业的一个缩影。为进一步拓展残疾人就
业渠道、丰富残疾人就业形式，漳州市残
联每年都会举办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班。
怀揣希望的残疾人在培训班上汲取知识，
收获梦想。2021年度共投入各类培训资金
43.39万元，举办线上线下培训班26场次，

共培训就业年龄段残疾人883名。
“这里像家一样，我学到了很多新鲜

的东西。”学员郭景松谈起在培训班的生
活，充满了感激，“很感谢残联为我们提供
这个平台。”

每次培训期间，残联方面至少邀请5
家企业现场观摩，与残疾学员交流互动，
现场面试招聘，构建“培训+就业”全链条
支持体系，提高培训就业成功率。

在就业服务的路上，绝不落下一人。
市残联为培训后经过推荐却仍未就业的
残疾学员建立档案库，实施“一人一档”管
理，将其列为就业重点推荐对象，持续跟
踪回访。

拓宽就业渠道
创建多元化服务平台

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职业介绍、各
类招聘会等就业服务与援助工作，通过完
善信息化平台，畅通线上网络招聘求职渠
道，多渠道收集和宣传企业招聘信息，方
便用工企业和求职者在线招聘求职。

在市残联、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的官网上，残疾人求职的信息放在醒目的
位置，微信公众号里招聘会的消息推送频
繁。2021年，市残联通过多渠道举办残疾

人就业招聘系列活动，共举办线上线下专
场招聘会34场，吸引了113家次招聘单位
参加，提供工种100多个，岗位307个，残疾
人现场求职意向率达66%。2022年2月起，
每月举办一场常态化残疾人就业线上招聘
会，实现线上招聘会各县（区）全覆盖。

针对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市
残联整合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活动，创
新“培训+秀场+就业”的嘉年华系列活动
机制，搭建新型残疾人就业招聘平台，通
过残疾人大学生个性包装、风采展现、招
聘方岗位介绍以及就业供求对接等环节，
帮助残疾人大学生实现100%就业。

此外，为帮助残疾人增收创收，市残
联走进社区为残疾人文创作品进行“就
业服务进社区·助残创收献爱心”主题展
销，目前已成功举办11场次，推售残疾人
作品116件，在加大就业政策宣传的同
时，有效地推动我市残疾人就业工作扎
实开展，营造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的良
好社会氛围。

完善帮扶机制
共享新时代美好未来

2016年，南靖县兰花电商刚刚起步，
刘靖凯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带着残联申
请下来的5000元创业扶持基金，开始了

“电商达人”之路。在多方努力和支持下，
坐在轮椅上的他完成了创业梦。

刘靖凯并非个例。我市精准做好就业
困难人员帮扶工作。坚持对就业困难人员
实施实名制动态管理和分类帮扶，在开展
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的
基础上，积极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创业扶
持等政策。

越来越多的惠残助残政策陆续出台，
不断为广大残疾人提供更加全面扎实的
社会保障、创造更加宽松优良的发展环
境——

实施“扶持农村困难残疾人就业创
业”项目。 （下转第二版）

阳光洒满就业路
——漳州市残疾人就业工作综述

政府质量工作考核
漳州排名全省前列

本报讯（记者 林昕蓉）近日，2021年度省对市的政府质量工
作考核结果公布，我市考核等级为A级，排名全省前列。

我市对质量工作高度重视，出台《进一步推进质量强市建设
的十条措施（试行）》，印发《2022年漳州市质量强市工作要点》等
政策文件；工业领域推动落实惠企政策，兑现各级工业政策奖补
资金1.6亿元；出台《漳州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结合“千百亿
产业培育行动计划”，按照梯队扶持原则建立健全各级政府质量
奖培育资源库。还通过政策落实引领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激励
机制推进企业创新。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完善质量发展机制，加强质量品牌建
设，持续开展质量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质量的良好氛
围，大力推动“漳州制造”向“漳州智造”“漳州创造”转变。

“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
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

龙文：学深悟透 提升本领 强化担当 发展为民 云霄：深入理解深刻领悟 学懂弄通汲取力量


